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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 亲情

别样 情怀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十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在舞阳县城租房住。
房东是做星秤生意的。他有一处院落，堂屋

带一间西耳房，室内空落落的，只刷白了墙体，
铺了水泥地面。院中间接一根水管，没有砌水
池，水龙头下面垫几块儿砖，洗衣洗菜、刷锅刷
碗的水顺地流。院墙东边是荒地，野草丛生。厕
所是大家共用的，贴着院墙的窄长过道挖个深
坑，下雨天我们只能踩着砖头过去。

我家租的是堂屋，靠堂屋东墙用石棉瓦搭建
的一个狭窄的棚子就成了我家的厨房——四处漏
风，也省得买排风扇了。寒冬，我们盖两床棉被
睡觉，将棉衣夹在中间捂暖，早起才敢往身上
穿。水管夜里会上冻，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浇水管——在煤火炉上烧一铁壶开水对着水龙

头慢慢往下浇，浇浇停停，拧拧晃晃，水管才慢
慢解冻。浇开冻水管急不得，一壶热水劈头倒下
去，水管肯定还是冻得死死的，拧一拧水龙头纹
丝不会动，慢工细活才能把它“唤醒”。

那时，每次我推开父母在邮政局家属院的屋
门，看到灶上那橘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跳跃，心中
就会期盼：什么时候我也能住上属于自己的房
子。那时，在漫长的冬夜、在他人的屋檐之下、
在一眼能够看穿屋内一切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
幻想过哪一天能住上自家的房子，一屋不求大，
起居、做饭等哪一样都能在室内解决，免受室外
风吹雨淋之苦就好。

10年后，我们一家三口也过上了舒适的生
活，在市区买了房。房子里有客厅、卧室、卫
生间，有可以种植花卉和晒太阳的明亮阳台，

还有我看书写文章的安静书房。一切都是我想
象中的样子，一切又超出我的预期，温馨而美
好。我终于告别了东搬西挪的租房岁月，自家
的房子自己做主。我尤其满意的是，我们的房
子里铺设了全屋地暖，解决了取暖和使用热水
的问题。一入冬，我再也不会用冰冷刺骨的水
洗菜、洗碗、刷锅、擦桌子了，手再也不会被冻
得裂口子了。

我所在的小区环境非常好。早晨，我先在电
饭锅里煮上米粥，再下楼晨练，时有惊喜。早樱
舞春风，桂花秋飘香……小区物业管理好，人车
分流，私家车停放在地下车库，人们可以放心走
路、活动，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聊往事、
拉家常。假期，小区里孩子尤其多，骑小车、玩
轮滑、做游戏，热热闹闹，让人心生欢喜。

我的住房梦

■本报记者 陈思盈
一杯冒着热气儿的咖啡，一个充满创意的手

作，一场开心的演出，一壶香气氤氲的绿茶，一
次启迪心灵的读书分享……8月20日上午，新闻
大厦六楼，由水韵沙澧读书会和民生证券泰山中
路营业厅联合举办的“文艺小方桌”活动现场，
50余名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听5位投稿达人讲
述报刊写作、投稿经验。

曲从俊——如何为文学期刊写稿投稿

曲从俊，男，1978年出生，河南漯河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于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曾
任文学期刊编辑、记者，现供职于漯河经济技术
开发区。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啄木鸟》《莽
原》《朔方》《广州文艺》《海外文摘》《鸭绿江》
等。

平时，因为报纸用稿有字数限制，所以主要
从事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曲从俊在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稍
少。他投稿的对象一般都是文学期刊。活动现
场，曲从俊主要围绕自己给文学期刊的投稿经
验，从作品投给谁、作品怎么投、如何对待投出
的作品和如何咨询稿件处理情况四个方面分享自
己的经验。

作品投给谁？曲从俊说，一是要对自己的作
品有合适的定位（作品达到什么程度要有个基本
的判断）。二是要对所投的刊物有基本的了解（报
刊的用稿风格等），甚至对每个栏目都要用心研
究。三是要投给刊物的哪位编辑。许多刊物编
辑分工明确，与同一位编辑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为宜。不要这次将稿件投给编辑甲、下次投给
编辑乙，更不要将同一作品同时投给同一刊物
的几位编辑——这是大忌。

作品怎么投？曲从俊说，作品写完了，投
稿时一定要清楚所投刊物的用稿要求，就是说
要按照要求投稿。现在多数刊物都设有公共投
稿邮箱接受自由来稿，部分刊物还公布了栏目
收稿邮箱甚至是编辑的个人邮箱。需要注意的
是，现在是微信时代，编辑与作者会在不同的
群里遇见，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请不
要一句话不说就把稿件直接发送至编辑的微
信，而是最好将稿件发送至编辑的电子邮箱。

如何对待你投出的作品？曲从俊说，一个
作者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如何，从以下几个方
面最能反映出来：其一，你的作品行文是否规
范、表达是否严谨、排版是否美观等。作为写
作者，大家或许有相同的感受，越是成熟的作
家，对待自己的作品越是严谨，甚至逐字逐句
地抠。其二，表达要严谨规范，不要有错别
字，不要出现语句不通顺等问题。作品写得好
不好是水平问题，但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是
态度问题。假如自己的作品自己都不认真对
待，有什么理由让别人认真对待呢？认真对待
你的每篇稿件，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
编辑、读者的尊重。

如何咨询稿件处理情况？曲从俊说，如果
你的作品达到该刊物发表的标准，或是编辑认
为你的作品还有必要进行修改，那么编辑就会
主动与你联系沟通。作者不必总是催问稿子刊
用情况。一般的刊物等稿期限都是三个月。三
个月时间没有收到留用通知，你可以另行处理
自己的稿件。如果对自己略有把握的作品，要
在此基础上再多等待一周或半个月。之所以会
有这样的要求，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文学期刊
的出版周期相对较长，要么是月刊，要么是双月
刊。二是来稿量大。三是编辑处理稿件时除了十
分重要的或者是某类急缺作品，一般都会遵循先
来后到的原则。

曲从俊说，投稿和创作一样，都要用心对
待。只要我们源源不断地写、认认真真地对待每
个文字，作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

宋守业——写作和投稿要做到
“四要五有”“三不三忌”

宋守业，男，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召陵
区作家协会主席，《河南文学》《经典文学》签约
作家，《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
人。曾在《中国人事报》《中国劳动保障报》《河
南日报》《牡丹》《漯河日报》 等报刊发表小说、
散文 （随笔）、报告文学作品200多篇，计100多
万字。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恩义兄弟宋朝情》和
散文集《情怀乡间》。

近年来，宋守业的文字越来越有味道了，尤
其是他写的一批乡土情怀的散文，目前已经结集
成书。平时，他经常为报纸尤其是党报文学副刊
写稿，并总结出了自己“四要五有”“三不三忌”
的投稿经验。

写稿前，要做到“四要”。一要写报刊需要
的。在写作前要研究报刊的文风和要求，要做到
顺应时令、顺应形势。二要写自己熟悉的。主要
是指在素材的选择上要找自己经历过或亲眼看到
或亲耳听到的去写，不要道听途说、臆想揣测。
三要写心里愿写的。不要受别人支配、强迫自己
迎合某种需要。要写那些发自内心想写且大有不
吐不快的文字，这样才能写得顺畅，才能充分表
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要展现的内心世界。四要
写得心应手的。主要是指在题材的选择上要做到
术业有专攻。不要看到人家写的小说、散文、诗
歌好，就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写别人擅长的。
要结合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培育出适合自己一亩三
分地的种子，并让它茁壮成长。

写作过程中要做到“五有”。一是要有静态的
画面美。把要写的人、物、环境等在大脑中构列
成一幅画，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和准确的文字描绘
出来，体现出一种感官美，再用充满美感的文字
铺垫，写出和别人不一样文章。二是要有动态的
生活趣。找一些相关联的东西来当陪衬，使你要
写的东西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激发读者的阅读
兴趣，并和你一起遐想出更多的趣事和更深的内
涵、更悠远的意境来。三是要有吸睛的支撑点。
要善于发现你要写的人、物、环境的亮点。也就
是说，给要写的人、物、环境寻找一个支撑点，
让读者能轻松地记住你的作品。这个支撑点很重
要，它能给你的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四是
要有联想的升华语。不要把作品意境仅仅停留在
你所要写的人、物和环境的表层，而是要对你所
写的人、物和环境的过去或未来展开丰富联想，
以理性思考写出它们的历史和未来意义，升华你
所写文字的品位。五是要有足够的正能量。作品
要避免低级趣味，尤其是为党报党刊写作品，更
要体现满满的正能量。

写作后，投稿要做到“三不三忌”。“三不”
主要是针对投稿过程所说，那就是不要自以为
是，不要乱投乱递，不要妄自菲薄。“三忌”主要
是想给投稿后的作者来一个提醒，那就是忌埋
怨、忌打扰、忌自弃。宋守业说，作为一名文学
爱好者，先不要去追求发表了多少作品，而是要
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所喜爱的事业，用写作去排
解生活中的寂寞与忧伤、去展示工作中的成就与
美好、去记录人生中的过去与现在、去畅想未来
的美好与希望。

李季——“十字”投稿经验：针
对性、时效性，细心、恒心

李季，生于20世纪70年代，河南固始人，现
居漯河，自由职业，《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
副刊特约撰稿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散文
百家》《散文诗》《散文诗世界》《雨花》《工人日
报》《农民日报》等。

经常看《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的
朋友一定会发现，李季的名字和他的稿件出现频
率非常高。因为李季在读书、写稿、投稿方面非
常用心，所以他每年在全国各地报刊的发稿量都
在300篇左右。关于投稿，他总结出了“十字”
经验——针对性、时效性，细心、恒心。李季
说，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都在以相同的姿势飞
翔，每个人都在认真生活、努力写作。至于我们
能飞多高、我们的文字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文
字功底，也和投稿的方式、方法密切相关。

李季说，投稿一要有针对性。好比猎人放
箭，瞄准靶子才能命中目标。文学爱好者所投稿
件基本针对的都是副刊，但副刊文章的种类也很
多，按题材有诗歌、散文、小小说、书评、文艺
评论等；按内容就更多了，包括乡土、乡愁、
职场、生活、亲情、爱情、哲思等。这就要求
我们投稿一定要有的放矢。二要有时效性。关
于时令性、季节性的文章，他的经验是提前十
天投稿。三要有“二心”：细心和恒心。细心就
是对自己的稿子一定要认真，按报纸要求投
稿，要求内容直接贴邮件正文的就贴正文，要
求发附件的就发附件。地址、电话、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及开户行，都要附到文章后面。
用笔名投稿的，一定写清真实姓名。各位编辑
每天都要处理大量邮件，尽量为编辑省去不必
要的麻烦。再就是要给作品起个好的标题，一

下就能吸引住编辑的眼球，让编辑愿意打开邮
件看正文。恒心就是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分钟
热度，想起来就投几篇，没被发表就又灰心不
投了。对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没发表不一定
是写得不好，可能是编辑没看到。特别是国家
级报纸，全国各地作者都在投稿，我们投的稿
子轻易就被淹没了，被编辑看到的机会很少，所
以才要坚持投，投到编辑能看到。全国1800多家
报纸，家家报纸都有副刊，阵地非常大，就看我
们去不去投稿了。

安小悠——写作是最浪漫的事

安小悠，本名钮丽霞，女，1987 年 12 月生，
漯河郾城龙城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现就职
于开源集团，专业研究新媒体，《漯河日报·水韵
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曾在省市多家报刊
发表文章百余篇。

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的女作
者队伍中，安小悠应该是发稿量最多的。“只问耕
耘，不问收获”是她的写作态度。安小悠说，写
作于她来说是一件最浪漫的事。她的作品之所以
能够频频发表，一是文字功底过关，二是稿子立
意新颖，三是用心和细心。

安小悠说，发表文章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写
好才是硬道理。投稿不能盲投。副刊有时效性，
什么时节写什么稿子，不要夏天写冬天的稿子。
即使写得文采过人，发表的概率也不大。副刊有
地域性，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投稿不能南
辕北辙，写北方的稿件投给南方的报刊就不大会
引起共情。投稿要有针对性。投稿前要把邮件主
题写清楚，投给谁、什么题材、多少字都要写清
楚，编辑根据需要挑选稿件，稿子的发表概率也
会高一些。安小悠说，写作时的浪漫是她一个人
的事，写作后的浪漫交给读者。如果自己的文章
能让读者在忙碌庸常的世界感受到一丁点儿生活
的浪漫，哪怕一阵春风、一场落花、一片月
光……那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朱丹丹——如何写好读后感

朱丹丹，西湖学校教师。曾被评为河南省最
具成长力教师、河南省十大语文课改之星、漯河
市优秀教师、漯河市骨干教师、漯河市师德标兵
等，河南省语文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教育时
报》等媒体多次对其进行专题报道，在CN刊物
发表教育教学文章逾百篇。

朱丹丹是一名教师，开有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坚持写作并经常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她在写
读后感方面尤其擅长，总结出了“叙议联结”四
步法。朱丹丹说，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也是
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一个亮眼的标题可以引起
读者的兴趣。拟定读后感题目时可以采用主标题+
副标题的模式，主标题点明文章中心，副标题介
绍所读文章名称。

朱丹丹说，叙就是介绍原作。介绍篇名、特
点、内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叙述内容时要简
洁明了，三言两句说清楚梗概即可，不要长篇
累牍地摘抄原文。议就是分析评价。每个人因
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不同，读同样的
作品得到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此处可以亮明自
己的观点，让读者明白你要从哪个角度来入
手。联就是资料拓展。此处的资料拓展可以是
与文章相似的，也可以是与此相反的；可以是
来自其他渠道的，也可以是自身经历的，但都
是在为自己的观点来进行佐证的。结就是篇末点
题。在文章的结尾可以再次点明主题，既可以加
深读者的印象，也可以确保不会跑题，还能有一
种余音袅袅的感觉。

一次启迪心灵的交流分享
——水韵沙澧读书会“文艺小方桌”活动侧记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带着想要回归朴素生活的想法和自我挑

战的豪情，一大早，我用手机处理了必要的
事情之后，便将手机关机。开始时，我内心
有一点儿忐忑：如果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需要我，别人找不到我怎么办？但转念又
想：能有十万火急之事找我的人无外乎最为
亲近的亲友，他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分分
钟找到我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的心情也变得轻
松起来。我开始为一篇早已写了开头却搁置
好久的文章细细思忖、慢慢体会，居然来了
终日盼而不得的灵感。此时我大脑空灵、专
注，手在纸上写个不停，手的速度一度跟不
上大脑的速度，只好用狂舞的字体布满页
面。末了，我长舒一口气，顿觉神清气爽。
对于一个喜欢行走在文字世界里的人来说，
当文字的方阵列队完毕，无论它的质量如
何，都是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梳理，已然完成
使命。

送孩子去上书法课后，我很快返回家
中，拿起一本散文集来读。书香氤氲中，我
似在平行世界里穿行、似在时光中神游、似
在梦境中沉醉……合上书后意犹未尽，美好
的文字带给心灵的不只是故事、生活、情节
等这些具体的内容，更有色彩的浸染、声音
的叩击、爱恨的震撼、悲喜的起伏……虽然
我多年来读过一些书，虽然也有一些感悟，
但鲜有如此真切而细腻地思考过。是的，一
条路，只有走得足够长，才可以看到未见的
风景。

去接孩子时，我仍然不带手机。想到以
前外出忘带手机我必定火速返回去取，若时

间已经来不及，内心必定怅然若失，甚至十
分恐慌，如一个忘记佩剑就策马扬鞭的侠
士，有底气不足、英雄末路的无奈。这一
次，我气定神闲地站在一群手捧手机的家长
群中等待孩子、观察人群，几乎所有的家长
都在低头看手机。孩子们已陆续从教室走
出，一些父母太沉醉于手机的世界，孩子便
在人群中认真找寻——所谓的家长接孩子，
变成了孩子找家长。这一次，我盯着教室出
口的地方，迎接女儿寻找的第一束目光，未
曾让她有片刻焦急。

午休时间，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蝉的
鸣叫。在骄阳当空的午后，它以声音的力量
与天公试比热情，高亢嘹亮、清晰无比。我
在心中默数着有几只蝉在合奏此曲，想象着
它们分别潜伏在距我多远的枝叶之间、还有
多少时光可以这样纵情高歌……

晚上六点，脱离手机的时光结束。开机
后，我打开微信，果然有很多未读信息。但
仔细看，真的没有特别急的事情。我知道，
这一天世界依然很热闹，繁忙的信息依然在
充满信号的空气中飞速传输。如果我只是迎
向它们，它们就会像锐利的刀锋将我的时间
之锦割裂为无数的碎片；如果我毫无目的地
看手机，可以在浑然不觉中消磨掉很多时
间，而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则像水流无痕，终
究是没有自己的东西，终究是终日忙忙碌碌
却一无所获。

我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的离不开手机，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都离不开。但我们也远没
有被万事万物有须臾不离的需要，必要时给
心灵放个假，回归简单朴素的生活，真的是
一种必要的生命体验。

离开手机过一天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时间真的很奇妙。它在我们的生命里流

淌，一边剥夺，一边创造。
18岁就毕业参加了工作，所以我把青春

定义在漯河师范读书那三年。15岁之前的世
界还没打开，18岁之后的世界又太过复杂。
而这之间的三年，才是专属于我自己的光
阴，由我自己审视、判断、抉择。

记得那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
劳动任务是清理校园里滞留的垃圾。虽然那
次勤工俭学占用了我大量的课下时间和休息
日，做的事情又很是脏累，最后也只挣了几
十块钱，但它亦如一朵素雅的花，点缀在那
段时光的锦上，想到就觉得美好。

参加勤工俭学的同学里有一个我特别喜
欢的幼师班学姐。喜欢她是因为看到过她的
芭蕾舞姿——她纤细的四肢和清瘦的身躯传
达出的情感令我感动了许久。让我惊喜的
是，在舞台上那么不染尘埃的她竟也参加了
勤工俭学，且干起活来一点儿不含糊，不嫌
脏、不嫌累。我还见过她吃饭，满满的一大
饭盒。我当时想，她吃那么多，竟还那么
瘦。虽然直到毕业也没和她说过一句话，但
是我已视她为偶像。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会幸运地遇见一些
美好的人，相熟的、陌生的，他们如同灯塔
般存在，带给我们对美的憧憬、对未来的向
往。那位跳芭蕾舞的学姐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让我看到了
雅与俗、刚与柔的融合，并让我开始思考更
多的美的外延。

我记得那时看过的第一本小说，记得在
影院看过的最喜欢的《秦颂》，记得七八个
少年骑着单车去十五里店看桃花，记得在
鸡公山写生的秋日里发现的野生毛栗子，
记得我们办过的画展，记得那时我们蔑视
一切的勇气，记得校园里的风吹来少男少
女暗生的情愫……那是我亲自演绎的少年
的模样，懵懂无虑，有时也荒唐；那时的
自己像是一颗逐渐成形的种子，鲜活又略显
扁平。

那时，临交通路的那栋楼上有一间是我
们的画室，我们在那里画画、交谈，录音机
里播放着流行的歌曲；那时，人民公园还没
有免门票，我们总是在售票窗前结伴前往，
鱼贯而入时就说好要玩够一整天才出来，觉
得那样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那时，傻瓜相
机里的胶片需要拿去冲洗，一张五毛钱显得
格外有纪念意义……

如今，走在通往曾经校园的路上，已是
不惑之年的我，当初清澈的一颗心早已几经
风雨。生活的画卷也徐徐展开，或黯淡或明
艳，总归逐渐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曾经仰
慕的美丽的舞姿，在我身边出现的频率也越
来越高。那些美丽的身影让我看到了更广阔
的世界，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粗糙。

那时青春年少

■刘俊霞
今年，母亲78岁，父亲85岁。
父亲身体还好，就是爱絮叨了；记性也

还好，尤其爱背《本草纲目》——其实，我
更希望他能记住昨天吃的什么饭、今天吃的
什么饭。

有时，只要身边有精神矍铄的老人经
过，我就会不由得去猜测他们的年龄，并且
心生羡慕。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母老
了，特别是母亲。

母亲不爱动了、不爱做饭了，也不爱看
电视了。后来，她连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
不敢迈步。有一天回家，我看见母亲呆呆地
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问她为什么不看
电视，她说看不清也不想看了。母亲有白内
障我们是知道的，还有伴随了她几十年的糖
尿病、心脏病。但我还是决定给母亲做手
术，我不想看到她茫然的眼神、笨拙的行
动。特别是有一次回家时，我看到她手上贴
着创可贴，就问她怎么了。母亲说冰箱里的
杯子打碎了，她去收拾时看不清，用手去摸
就被划破了。她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心却是
沉重无比。

平时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工作、应
酬、出游，把回家陪父母当成了不得不完成
的任务。每次走的时候，我对父母的挽留还
有点儿不耐烦。

决定给母亲手术了，我把手头所有的事
情都放下，不再给自己拖拉的理由。术前检
查准备，母亲像个孩子般听我安排：从这栋
楼走到那栋楼，电梯出来再进去……她没有
一句抱怨和牢骚，只是紧张。临床的一个大
姐也做手术，她说怕打针。母亲说：“我不

怕打针，怕做手术。”我和妹妹相视一笑：
多孩子气的话。

手术开始前，我和妹妹把母亲送进手术
室。我怕母亲害怕，安慰她说：“别怕，没
事，很快就好了。”她点点头，像个孩子似
的无助而勇敢地跟着医生走了。我们一直看
着她消失在通道的尽头，忐忑不安。手术结
束后我和妹妹搀扶母亲上楼，我握着她的
手，很凉。第二天，母亲眼上还蒙着一小块
纱布，要避光。母亲会时不时地掀开纱布，
高兴地说道：“我能看见了，看得很清楚。”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动手术这个决定很
正确。回家了，看着母亲又能大步大步走路
了，我心里很安慰。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沮
丧了，本来说好的为另一只眼睛做的手术也
不做了。她说，好像手术效果不好，又有点
儿看不清了，眼有时还会疼。再带她看医
生，继续用药，她的心情又好起来。

有一天，我忽然记起曾经看到的一篇文
章：一个资产几千万的富翁经常带着90岁
的母亲谈生意和应酬。他放心，母亲也高
兴。如今，母亲能随时出现在我的视野，我
的心里也特别踏实。母亲的愉悦也是显而易
见的，她很高兴我们能在一起。我又想：我
们常常会以“父母老了，不愿意出去了”为
理由骗自己，然后开心地跑出去，假装看不
到父母依恋的目光。如今，母亲成了“孩
子”，把孩子当成了依靠，说话小心翼翼、
做事畏畏缩缩；我们则成了高高在上、有很
多借口不回去的那个。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最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最爱的人吧！只要
还在，一切都来得及。

把爱留给最爱的人


